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读
后感(汇总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一

一本书是作者精神的底蕴；一本书是作者思维深处的体现；
一本书是作者世界观的表达。

我很喜欢读一本书，书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儿》，作者是当
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共七册，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
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
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
它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
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
了伦道德的演绎。

当我的父亲把全套的《明朝那些事儿》买回来，我第一次接触
《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我就被它彻彻底底地迷住了。很
久都没有读到这样的历史好书了，以往我读过的历史书几乎
都是流水帐，而《明朝那些事儿》则不同，除了历史还有心
理。在轻松幽默时，它让我捧腹大笑：在严肃庄重时，它也
同样能够震撼每一位读者的心，这就是《明朝那些事儿》，
一本好看的历史。

我对这本书能算是爱不释手了，只要眼睛没有重要任务，就
得看此书。坐在车上认真看：晒太阳时仔细看：卷在被窝里



偷偷看。那段看“明朝那些事儿”那段时间，我的眼睛就得
一天忙到晚，做梦时也得看这本书，除了做作业，看马路，
我的眼睛就得别无选择——看《明朝那些事儿》。

而我们更应该注重的也许并非是《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
而是它的作者——当年明月。当年明月喜欢历史，并为自己
的爱好付出了努力，在网络上开始编写这本书并坚持不懈，
而且将自己的理解与思想加入，这是其它历史书不具备的，
因为有兴趣，有兴趣而且还能深入大量历史资料，能在纷乱
的历史资料里加入自己的理性分析且能将自己的理解渗入书
中，《明朝那些事儿》就有了自己的独特性，我想然后才有
数百万计的读者捧场，编为书籍，销量超过五百万册，成为
三十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

我们也去试试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为自己的兴趣努力，不
要让兴趣浮于表面，深入的沉浸到兴趣中，其中必然有寂寞
和一般人认为的痛苦，但只要能做到他人做不到的，能做到
那个在我们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乏味与无聊的，仅是朝代的兴盛到
衰败，再到被其他朝代所取代。我原先也抱有同感。

可是，当一本叫做《明朝那些事儿》的书出现在我的书架上
后，我对这些看法改变了。

的确，这本书很生动，很幽默。但这并不是重点。这本书告
诉我，历史是有情感的，时间是公正的。书中每一个人物都
有他自己的情感，比如写朱元璋：当史料中告诉我们，每个
开国皇帝是多么英明伟大时，《明朝那些事儿》告诉我：其
实他们很普通。

朱元璋，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其实啥事都没有，



童年也很苦，按作者的说法，叫“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通
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怎
么就当了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就是凭借着信念。这就是历史，
有趣的，但又严肃的历史。如果有人只把《明朝那些事儿》
当成小说看，那可能就错了，因为我们应去看历史的本质。

元末的统治是极其腐败的，元朝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可
以找理由向人民要钱----尽管人民也没钱。元末了，黄河泛
滥，淮河旱灾，元朝腐败的f眼中的人民百姓，像牲口一样，
被使来唤去，无数人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被饿死、累
死，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一无所有，连做和尚都
被欺负，但他活下来了，而且名垂千古----他有信念。

他亲眼见到了亲人被饿死，灾害的发生，他一无所有，只剩
信念。他不再是牲口一样的人民，他是能面对一切困难的勇
敢者，一个坚持不懈的斗士。长期困难、痛苦的生活可以改
变一个人，朱元璋就被改变了，成功地被改变了，他经历过
无数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灾难给予其信念。用三个词来形
容一无所有的朱元璋：可怜、可悲、可叹。

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用他充满悲哀的前半生，换来了无数的
赞叹----他已经把那颗脆弱的心，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
量的来源。书中有一名话也可形容那时的朱元璋：不要以为
弱小的人，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人，就没有尊严，
弱者与强者的唯一区别，就是信念的坚定与否。我想，这就
是历史想让我们学到的吧。于是，明朝出现了，让一个雄心
壮志的农家孩子一手支起。

书中只写了这个吗?只告诉我们朱元璋的伟大经历吗?不，还
有许多，明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无数伟大在这里诞生、
在这里展现信念。世界上首个巨型远洋船队，郑和的船队名
扬世界，展现了强盛的东方帝国那无法掩盖的光辉，一艘艘
般的宝船，“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的无敌舰队，七下
西洋，没有战争、流血、掠夺，而是四个字：以德服人。



是的，中华民族那闪烁着光芒的品格就照向了西洋，书中说，
为和平的使命，我说，为和平的信念，为了没有欺压，没有
痛苦。大家都是兄弟，朋友，彼此互相尊重。我们不宣扬自
己是多么高尚伟大的民族，不乱教说自己为和平而来，明朝
人实在，直接带给弱国小国丰富的商品，援助品，尽着大国
的风范，大国强盛再去帮助弱小，用和平架起桥梁。

这样才会有美好的世界与未来。我想，这就应是全世界、全
人类的伟大信念。这样伟大的精神，再与那些后来的帝国主
义国家相比，先进了多少?几百年吗?几千年吗?我看连现在的
某些国家，可能都无法拥有这些精神。一句话说的好，暴力
不解决问题。这就是历史，伟大的历史，让你去看，去想，
去赞叹，也去对比。

读《明朝那些事儿》，让我看到了世界的残酷，人性的贪婪，
但还让我看到了信念，忠诚，仁德，坚持。书的最后，有写
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明孤
臣黄道周”的黄圣人，也有为了兑现承诺“故虽死，无
憾！”的徐霞客，这些都是历史，也只表达同一个历史的主
题：信念决定成功，信念成就未来。就让我们以历史为鉴，
让信念带领我们去爱，去感动，去创造奇迹！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三

《明朝那些事儿》，终于看完了。一共7部，96万多字，从九
月份开始看的吧，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看了一个多月。从一
个朝代的兴盛到一个朝代的衰败，从一开始的兴奋、有趣、
激动，到后来的悲伤、无奈、难受，最后就剩下了没意思。
对，没意思。

无论是朝代的更迭，还是铁打的内阁流水的首辅，二百多年
的历史里充斥着各种斗争。为了权利、为了欲望，可能还有
为了生存，孜孜不倦的战斗着。每次看到这些文字描述，脑
海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朝堂上谩骂、答辩的场景，以及战场上



打斗、厮杀的画面，烦躁、吵闹，好像耳朵边有两个放着摇
滚乐的音响，一刻不得安宁。

终究，自朱重八开始，奋战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在悲壮的
音乐中落幕了。那些我难得还记得的名字：王守仁、张居正、
严嵩、徐阶、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魏忠贤、杨涟、顾
宪成、李成梁……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可怜人，在那个朝代，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不
会更好了；同时，他们也都是成功的，起码，他们按照了自
己的意愿努力活了一世，无悔。

不知是看历史的原因，还是先前被人影响的原因，我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都觉得自己很悲观，盲目乐观的我不知道何时被
悲观侵蚀了，或许是对世界了解的越来越多吧。小孩子总是
很乐观的，因为未知不仅产生恐惧，也带来希望和光明。而
成人世界，我们看到的越多，了解的越多，对结果自然也预
知的更多，悲观自然产生。

之前不太懂历史悲观主义是什么意思，现在渐渐有些理解了。
历史看多了，就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无论是明朝、
清朝、民国还是现在，人类社会的内核没有变，依然是为了
权利，为了欲望，为了生存在斗争，而所有内核还和千百年
前如出一辙，变来变去的只是外壳。读后感·就好像每次看
漫威大片一样，英雄在变，技术在变，武器在变，但是战争
双方群战的时候，看那阵势和武器本质，跟几千年前打仗的
样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二百多年的明朝，怎么到崇祯那里就亡啦？答：气数已尽。
看书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三体》里的场景，现在看来，那也
是对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社会气数已尽之后的描述，一切皆有
可能。

历史揭开了太多血淋淋的真相，很残忍，很没意思，很悲观。
不过反过来一想，结局也就那样了，按自己的意愿好好活吧。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
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在书中看到的一句
话，鉴于我最近脾气有点大，这话算是直戳内心了。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四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曾经坐镇东南的胡宗宪在腐
臭的牢房中写下人生最后一句充满愤怒与不平的话。胡宗宪
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这一切，他都费尽
了心思，用尽了力气，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声名狼藉，奉承
逢迎，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盟约，杀死徐海，
除掉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
拯救万民，平息倭乱，但现在的他却沦落到了这样一个阶下
囚。

曾经的明国乃是万国之首，多少国家在明国面前低头跪拜，
进贡的国家更是不计其数，国家的尊严不可侵犯。但是随着
岁月的流逝，明朝的尊样也渐渐消逝，随之取代的是懦弱和
无能，那些曾经在明朝脚下颤抖的国家，现在反倒个个精神
抖擞的开始侵略明朝的国土，那些倭寇则更是逍遥法外地攻
打明朝，挑起战争，在明朝的一些地区烧杀抢虐，无恶不作，
但是明朝却无能为力，虽然派出军队，但效果却不敬人意，
败仗往往多于胜仗，直到明朝末年，戚继光的出现，这才让
这群敌人销声遁迹，可见，国家的实力和尊严是多么的重要，
当年的明朝是这样，继后的清朝也是这样。

明朝的那些贪官奸臣也是导致明朝毁灭的一个原因。当时的
明朝开始的贪官并不多，因为被朱元璋杀光了，但是当官的，
谁的素质清高，面对眼前的肥肉，谁不想咬一口，不拿白不
拿嘛，在利益面前，清廉多少钱一斤！有油水捞最好，反正
又没事，就算上头怪罪下来，送几个钱上去不就行了，我照
样可以过我的幸福生活。这样，就算刑法再厉害，这贪官也
没有丝毫减少的情况啊，到了明朝末年，那贪官更不计其数，
就连皇帝的眼皮底下，也有人敢贿赂，这胆子可真够大了，



要说我们，你就给我30条命我也不敢，可他呢？依旧吃香喝
辣，穿着绫罗锦缎，时不时的捞几回油水，依旧逍遥自在，
有这样的官在，明朝的毁灭也终究是迟早的事。

明朝的皇帝也是一个比一个的没用。先是开国皇帝朱元障，
他可还是一代英雄，从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到拥有几个兵的
地主，再到威严的皇帝，这中间无一不经过鲜血，刀光谍影
的洗礼，能成为皇帝，朱元璋是不容置疑的，他所付出的努
力无人能够否认，在治国方面他想为人民做好事，想除去贪
官，想让子孙后代享福，但是命运始终与他的意愿相反，百
姓的生活照样悲惨，贪官也没是多少，倒是许多清官名将被
冤杀，后代的生活也不敬人意，一代英雄朱元璋的结果中为
悲剧。

再是皇孙朱允炆，这皇帝也真够没用的，斩杀自己的叔叔，
结果斩杀到连自己的皇位也难保了，被自己的叔叔朱槺抢了
皇位。再说第三位皇帝朱槺，他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取得
了皇位，虽说这行动不太光雅，但朱槺做的确实不错，大明
的威严从横天下，但是国家却民不聊生，为什么，谁叫那实
在过于威猛，谁敢不服就打谁，甚至没事也要找事，主动去
找一些人的麻烦，那打仗得要粮食，皇帝不会自己种粮食，
那就问下面要，官府也不种地呀，那就往百姓那儿要，百姓
想不给，可不给也得给不然就要被打，这下可怜了老百姓，
生产遭受了很大的破坏，百姓们逃荒也就在情理之中。

朱槺死后，他的长子朱高炽登上皇位，他虽然体态臃肿，但
却是一个仁厚宽人的皇帝，他用自己的勇气改正了父亲的错
误，不畏人言，实在是壮举，如果让这明仁宗朱高炽接着干
下去，明朝一定会欣欣向荣，只可惜“好人不长命”他只干
了10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随着是朱瞻基，他可是个好皇帝，
他面对民不聊生的现状感触很多，他治国安民，勤勤恳恳，
工作加班，听取大臣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妥善处理蒙古
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就尽量不动兵，他不打搅百姓的生活，
也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可见朱瞻基是个体谅百姓的好皇帝，



不过他也应了“好人不长命”这句话，只当了10年的皇帝，
在38岁时便去世了。朱高炽和朱瞻基很像，因为他们都是好
皇帝，但都岁命不长。

但是他们统治的十一年是明朝的黄金时代，大明帝国空前的
繁荣强大，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转折点就从朱瞻基的
儿子这里出发了，从朱祁镇开始，明朝开始急速走下坡路，
皇帝个个不上朝政，整天吃喝嫖赌，政治全然扔给了大臣和
太监手中，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连皇帝都这样了，那别
人又能好到哪里去，清官被抹杀，贪官幸福快乐，但这一切
皇帝熟视无睹，他只管自己的事情，清闲得很，有这样的皇
帝国家被毁也在情理之中，最后明朝就这样被毁了，毁在了
最后一代皇帝手中，所有的王朝，它的开始正如它的结尾，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句话：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了。

一代帝国，千秋霸业，終为化土，实为可悲。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五

《明朝那些事儿》，一本绝对的好书。

这本书早就听说过，但那时候一向在看《东周列国志》，没
心思看这个。别的书看完了才把它翻出来看。这一看就再也
看不上其他书了，全扔一边了。

能够说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读书的欣赏水平。

这本书的作者当年明月是一个非专业研究历史的公务员，也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部《明朝那些事儿》更加的平民化。
有人说，历史不能够幽默不能够白话，因为历史是严肃的，
这话没错，该书作者也说：“不是历史幽默，而是我幽默”。
所以，那些不幽默的历史书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学术论文，而
不是给老百姓们看的历史书。给老百姓们看的历史书，它就
应当是幽默趣味的，精彩的说着大白话的历史书。因为现如



今的老百姓们虽然大都有文化有文凭，可他们毕竟不全是历
史专业出来的，没有那么多关于历史的基础专业知识，如果
你给他们看的书，要先让大家伙都去预习一回历史基础课，
看完通史或通鉴才能够看，这玩笑就不免开大了。而当年明
月就使的我们能看到这幽默的历史“书”，读历史居然能够
这样简便。

该书资料以明史为蓝本，几乎所用事件都有史可查，个别出
自野史之处，皆注明，并加了作者自我的分析，说明其可信
程度。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
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认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
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
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作者说，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
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能够写得很
好看，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

而作者也的确证明了这句“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

《明朝那些事儿》从明太祖朱元璋开篇，到崇祯朝结束，前
后历时二百余年，共六部。书中出现的人物、事件都是作者
经过精心“海选”和“pk”的，作者说：“不是牛人不入书，
不是牛事不叙述”。

这部书的主线即是明朝的十七位皇帝，按照年排列出各个重
大事件及历史人物，它让我们明白历史里好看的不仅有野史，
其实正史同样好看。并且让我们了解了那些我们只窥其一斑
的全豹。它告诉我们，朱元璋是残暴的它登基以后诛杀开国
功臣，心狠手黑。所有开国功臣，包括开国六公爵和四个手
握免死铁劵的老臣，另外两张铁劵的主人，常遇春开国之初
即暴病，当初拉他入伙的汤和也只因当朱元璋看到他时，这
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留着涎水，支
撑着向他行礼。据说当初开国的功臣幸免的包括汤和共两人，



另一个是朱元璋的外甥。并且朱元璋施行机发明的酷刑简直
就是惨绝人寰，并且他还有一个历史上其他皇帝没做过，也
没想过的“庭杖”——皇帝亲自拿着棍子在朝堂之上把大臣
打死。但它还告诉我们朱元璋是仁慈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天下的安定，百姓的安居乐业。他的残暴只对大臣，贪
污银六两者剐刑。对百姓能够说是“耶稣救世主”，在朱元
璋统治时期，用今日的话说幸福指数快速的上升。

它告诉我们朱棣是篡的侄子朱允炆的权。但它还告诉我们在
当时朱允炆的削藩就像是好学生要抢刀，痴人说梦。朱棣是
当时整个大明最优秀的将领他手上又有当时做强悍的军队。
削藩，不可能。

它告诉我们，宦官郑和七下西洋是永乐大帝伟大英明的决定，
但它还告诉我们，郑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宦官，在朱棣造反
的时候它更是一位伟大的将领，曾为朱棣立下汗马战功。

它还告诉我们，以往有一个被称为“黑衣宰相”的和尚，他
极力的鼓动朱棣造反，能够说是朱棣成势的最大功臣，但朱
棣登基后他却退居下层，不做高管。但他依然是那个朝代实
际的宰相，所以被称为“黑衣宰相”等等等等。它里面有我
们不明白的却十分有意思的事。

该书分六部，但前后连贯，无笔法的不一样可作为一部明史
来看。到最终一向写到朱由校煤山自杀而止，全书完。

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不分析历史。我只是一个读者。我
只喜欢好看的故事。当年明月做到了既让我看到了好看的故
事，又看到了历史。

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后感篇六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吸取古
人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也喜欢



读史书。去年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时，
由于抢手，基本没按顺序读；今年暑假特意买了一套让女儿
读，为了激励她，我又重温了一遍。明朝那三百年历史，在
当年明月的笔下，历史很严肃，很深刻，深刻到人性；语言
很幽默，很精彩，精彩的让人感叹历史书也能这么好看。

为师者，感叹自己的课堂如果有《明朝那些事儿》这么通俗
易懂，百听不厌就好了，学生觉得上课就是一种快乐，学习
就是一种幸福——多好。这就让我们为师者要智慧思考、不
断探索。当然我们要尝试创设这样一种氛围，细心解读教材，
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做到旁征博引、高角度的看待
教材，用知识的趣味性和知识的应用性让学生感兴趣。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平等的课堂。孩子再小，我们也应当尊重
他们，相信他们，让他们感觉老师的尊重、喜欢和关心，特
别是善待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让他内心踏实
的想象、思考、动手操作、提问回答……而不是总顾忌会受
到老师的批评和惩罚。在平等中，孩子会身心放松的投入学
习；在平等中，孩子们会充满自信的主宰自己的学习。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互动的课堂。我们的知识需要互动，这样
的课堂是自然和谐的。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互相学习，让老
师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去引领，去和他们一起探讨，让他
们经历自己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的过程，体会发现新奇现象
的喜悦。

让我们的课堂成为生活的课堂。数学的抽象会让有的学生头
疼，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所发展，在学生的基础下应该把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要让学生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复杂的数
学问题，决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
学习数学，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学习数学。正如当年
明月笔下的文章让人回味无穷。

学校的课堂是孩子的课堂，让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共同编织属



于自己的理想课堂。老师用自己的知识和责任成就孩子们美
好的儿童时光，让孩子们在课堂中享受快乐、享受成长！


